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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烟气碳捕集装置调试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煤烟气化学吸收法二氧化碳捕集装置(以下简称碳捕集装置〉调试规范的术语和定

义、 总则、启动调试工作、试运、质量验收和评定所遵循的标准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燃煤烟气二氧化碳捕集量为每年 100 万 t 或以下，采用化学吸收法的二氧化碳捕集装

置的调试。 其他碳捕集技术装置的调试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ff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来样方法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DUf 938 火电厂排水水质分析方法

DUf S403-2∞7 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调整试运及质量验收评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3 .2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燃煤烟气碳捕集装置 coal-fired ßue gas carbon dioxide capture equipment 

对燃煤电厂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捕集，制备液态二氧化碳的系统与装置。

注:燃煤烟气碳捕集装置主要包括: 公用系统、烟气预处理系统、 CO2 吸收系统、吸收剂再生及 CO2 解吸系统、

CO2液化系统、 CO2储存系统和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 流程如图 l 所示.

化学吸收法 cbemical absorption metbod 

二氧化碳与吸收剂在吸收塔内进行化学反应， 形成的化合物经处理后重新释放出二氧化碳， 从而捕

集二氧化碳的方法。

3.3 
吸收剂 absorbent 

用于吸收二氧化碳的介质，多为肢类或氨类碱性物质。

3.4 

贫液 lean solvent 

未吸收二氧化碳或再生后具备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的吸收剂溶液。

3.5 

富液 ricb solvent 

吸收二氧化碳后的吸收剂溶液.



JB厅 12535-2015

3.6 

3.7 

3.8 

3.9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

困 1 典型燃煤烟气碳捕集装置流程图

吸收塔 absorber 
使用化学处理方法吸收烟气中二氧化碳的装置.

再生塔 regenerator 
将富液中的二氧化碳分离出来，使富液变成贫液的装置.

装置投入率 device av:ailability 

η 

二1

装置或系统投入运行时间与燃煤电厂机组总运行时间的百分比。按公式(1)计算.

η = BI A x l∞%………..………………..…….. . ... ... ( 1) 

式中:

η一一装置投入率. %; 

B一一所考察装置或系统每天投入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 (h );

A一一燃煤电厂机组每天可运行的总时间 ， 单位为小时 (h).

碳捕集率 efficiency 

ηCO2 
二氧化碳捕集装置捕集后烟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与捕集前烟气中所含二氧化碳浓度的百分比。按公式

(2) 计算。

布'C02 =(C1 -C2 )/C1 x l∞%.......……"…... . . . .. .………….. ( 2) 

式中:

η∞2一一碳捕集率. 0/0; 

C1一一碳捕集装置避口二氧化碳 (CÛ2) 的折算浓度 (mglm3 ) [标准状态，干基. 6% (体积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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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氧J. 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mgl旷 ) ;

C2一一碳捕集装置出口二氧化碳 (C02 ) 的折算浓度 (mglm3 ) [标准状态， 干基. 6% (体积分
数〉氧J. 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mglm3 ).

3.10 
预处理系统 pretre.atment system 

对燃煤电厂引入碳捕集装置的烟气进行预处理，降低其中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等杂质含量的处理过程.

3.11 

COz液化系统 COz liquefaction system 

将吸收剂再生及 CO2 解吸系统再生后的二氧化碳压缩冷却 ， 生成液态二氧化碳的系统，主要设备

包括压缩机和冰机.

3.12 
钝化 deactivation 

使金属表面转化为不易被氧化的状态， 延缓金属腐蚀速度的方法.

4 总则

4.1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质量的检查和验评应按检验项目分项、专业、阶段等顺序依次进行.

4.2 各参建单位对调整试运期间的安全工作各负其责。

5 启动调试工作

5.1 一般规定

5.1.1 调试单位根据设计和设备的特点，合理组织、协调、实施启动调试工作，确保启动调试工作的

安全和质量.

5.1.2 碳捕集装置启动调试分为分系统调试和整套系统启动调试。
5.1.3 分系统与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按工艺、电气、热控和化学等专业划分，各专业的调试范围和
项目分为启动调试准备工作、分系统调试工作、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和 168 h 满负荷试运后的工作四

个阶段。

5.1.4 碳捕集装置 168 h 满负荷试运合格后移交生产.

5.1.5 对于多单位参与调试的碳捕集装置工程， 建设单位应明确主体调试单位。主体调试单位应对各

参加调试单位的调试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其完整性、系统性、可靠性.

5.1 .6 调试单位应为其所承担的调试项目配备专业调试人员 ， 调试人员应具有危险化学品操作证和压

力容器操作证，人员岗位职责明确。

5.2 启动调试工作职责

5.2.1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职责应包括:

a) 负责单体调试并编制相应的调试措施:

b) 配合分系统调试及整套系统启动调试:

c) 负责整个启动调试阶段设备与系统的维护、检修和消缺，以及调试阶段临时设施及安全隔离设

施的制作和系统恢复等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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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调试单位

调试单位职责应包括z

a) 负责分系统调试工作和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

b) 对系统总平面布置、设备选型、启动调试设施是否合理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c) 负责编制调试大纲，编制分系统调试措施和整套系统启动调试方案，进行技术交底工作。

d) 编制调试计划，准备调试仪器、仪表、工具及材料:提出启动调试所用物资清单及临时设施和

测点安装图，交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实施.

e) 对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5.2.3 建设单位

建立各项工作制度，协助试运指挥部做好启动调试的全面组织协调工作.

5.2.4 生产单位

负责完成各项生产准备工作，根据调试方案， 在调试单位的指导下负责运行操作。

5.2.5 设计单位

负责配合整个调试工作， 进行必要的设计修改。

5.2.6 设备厂家

负责配合调试工作，消除设备质量问题， 提供设备技术支持。

5.3 工艺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5.3.1 启动调试准备工作

5.3.1.1 收集有关技术资料.

5.3.1.2 了解碳捕集装置安装情况。
5.3.1.3 对设计、制造和安装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改进建议。

5.3.1.4 编制工艺专业调试措施， 工艺专业调试措施应包括:

a) 公用系统调试措施:

b) 烟气预处理系统调试措施:

c) CO2 吸收系统调试措施:
d)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调试措施:
e) CO2液化系统调试措施:
。 CO2储存系统调试措施:
g)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措施.

5.3.2 分系统调试工作

5.3.2.1 检查各设备单机试运情况，确认符合系统启动调试的条件.
5.3.2.2 检查和确认系统阀门的动作情况.
5.3.2.3 公用系统调试:

a) 工艺(工业〉水泵联锁调试:

b) 空压机调试;

c) 蒸汽减温减压装置调试。

4 



5.3.2.4 烟气预处理系统调试:
a) 烟气挡板门及其附属系统调试:

b) 烟气预处理培循环泵调试:

c) 引风机及其附属系统调试:

d ) 预处理系统溶液计量泵调试:

e) 预处理系统溶液搅拌器调试.

5.3.2.5 CO2 吸收系统调试:
a) 吸收塔贫液泵调试:

b) 吸收塔塔顶冲洗泵调试:

c) 换热器调试:

d) pH计调试:

e) 地坑泵及搅拌器调试.

5.3.2.6 吸收剂再生及 C(h解吸系统调试:

a) 再生塔富液泵调试:

b) 再生气冲洗泵调试;

c) 潜液再沸器、肢回收加热器及换热器调试。

5.3.2.7 CO2 液化系统调试:
a) 压缩机调试:

b) 压缩机联锁调试;

c) 冰机调试:

d) 液氨泵调试:

e ) 干燥设备调试.

5.3.2.8 CO2储存系统调试:
a) 气密性试验:

b) 压力试验。

5.3.2.9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
a) 废水处理系统及其附属设备调试:

b) 废水处理系统联锁、保护、顺序控制及功能试验。

5.3.2.10 配合热工专业进仔联锁、保护、顺序控制和自动装置等调试.
5.3.2.11 记录调试数据，整理分系统调试报告.

5.3.3 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

5.3.3.1 各相关系统的检查、确认与投入.
5.3.3.2 按调试方案启动碳捕集装置.
5.3.3.3 热态运行下主要设备运行情况检查、检测。
5.3.3.4 工作、备用设备的切换试验.
5.3.3.5 CO2捕集装置带烟气调试:

a) 热态下烟气预处理系统调试:

b) 热态下引风机及其附属系统调试.

5.3.3.6 CO2液化系统带负荷调试.

5.3.3.7 CO2储存系统带负荷调试。
5.3.3.8 碳捕集废水系统带负荷调试.

JB厅 12535-一2015

5.3.3.9 50%BMCR、 75%BMCR、 1∞%BMCR及 168 h 满负荷试运的工况下， 碳捕集装置运行参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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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调整.

热态调整应包括:

a) 投入相关系统，检查各系统运行情况，指导运行操作:

b) 投入全部保护，配合热控检查定值:

c) 设备缺陷检查、处理及记录:

d) 记录调试数据.

5.3.4 168 b满负荷试运后的工作

5.3.4.1 配合相关单位完成消缺工作.
5.3.4.2 完成调试遗留工作.
5.3.4.3 整理调试记录，编写调试报告和工作总结-

5.4 电气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5.4.1 .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5.4.1.1 收集有关技术资料.
5.4.1.2 熟悉电气一次主接线方式，对碳捕集系统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进行全面的了解。
5.4.1.3 熟悉电气设备的性能特点及一、 二次回路图样和接线.

5.4.1.4 编制电气专业调试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碳捕集装置(系统〉带电调试:

b) 不间断电源设备 (UPS) 调试:

c) 蓄电池及直流系统调试:

d) 保安电源调试。

5.4.2 分系统调试工作

5.4.2.1 蓄电池及直流系统调试.
蓄电池及直流系统调试应包括:

a) 直流充电柜调试及投运:

b) 配合施工单位进行蓄电池充放电试验-

5.4.2.2 UPS 调试.

UPS 调试应包括:

a) UPS 装置调试及投运:

b) 电源切换试验.

5.4 .2.3 碳捕集装置带电调试.
碳捕集装置带电调试应包括:

a) 检查电气设备的单体试验记录是否符合 GB 50150 的规定:

b) 检查确认保护装置的保护定值整定是否正确，保护能否投入:

c) 检查安全、消防设施是否齐全:

d) 进行各电气设备的信号控制、保护、传动试验:

e) 进行自动联锁回路试验:

f) 组织实施碳捕集系统带电调试:

g) 进行各段工作电源、备用电源的定相试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试验.

5.4.2.4 电动机试运调试.
电动机试运调试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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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一次设备的试验数据是否合格:

b) 检查电气设备控制、保护、信号是否正确，自动联锁回路是否正常:

c) 检查保护装置的定值是否正确，保护能否投入:

d ) 参加设备的启动， 记录带负荷试运的有关参数， 作为整套系统启动的依据:

e) 配合其他专业进行联锁试验和试运.

5.4.2.5 保安电源系统调试.
保安电源系统调试应包括:

a) 柴油发电机组调试:

b) 保安电源的切换试验:

c) 检查室内事故照明回路是否正确， 组织进行事故照明的自动切换试验。

5.4.2.6 整理调试数据，编制分系统调试报告.

5.4.3 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件

5.4.3.1 检查、确认调试期间电气设备运行状况。

5.4.3.2 解决调试期间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
5.4.3.3 做好调试记录，定期采录、统计调试数据。

5.4.3.4 处理与调试有关的缺陷和异常情况。
5.4.3.5 168 h 满负荷试运。

168 b 满负荷试运应包括:
a) 投入相关系统，检查各系统运行情况，指导运行操作:

b) 设备缺陆检查、处理及记录:

c) 记录试运数据。

5.4.4 168h 满负荷试运后的工作

5.4.4.1 配合相关单位完成设备消缺工作.
5.4.4.2 完成调试遗留工作。
5.4.4.3 整理调试记录， 编写调试报告和工作总结。

5.5 热工控制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5.5.1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5.5.1.1 熟悉碳捕集装置系统、设备性能和特点.

5.5.1.2 收集相关资料， 掌握热控设备的技术性能-

5.5.1.3 审查热控系统原理图、逻辑图和组态图.

5.5.1.4 参与计算机控制系统出厂前验收.
5.5.1.5 编制热控专业调试措施.

热控专业调试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控制系统受电及软件恢复调试:

b) 数据采集系统调试:

c) J顺控系统调试:

d) 模拟量控制系统调试:

e) 在线监测装置调试.

5.5.2 分系统调试工作

JBfI' 12535-2015 

5.5.2.1 检查测量元件、取样装置的安装情况和检验记录，检查仪表管路严密性试验记录和表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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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器的防护措施.

5.5.2.2 检查执行机构和就地调节器的安装情况，并确认远方操作正常.

5.5.2.3 检查有关一次元件及特殊仪表的校验情况。
5.5.2 .4 进行调节机构的检查，进行特性试验.
5.5.2.5 在水介质工况下投入pH 计、流量计等特殊仪表并检查确认.

5.5.2.6 配合厂家进行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受电和软件恢复.
5.5.2.7 数据采集系统硬件检查和 νo通道精度检查，复查确认 1/0 接线是否正确.

5.5.2.8 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态检查及参数修改。
5.5.2.9 数据来集系统调试与投入，进行温度、流量、 液位、 浓度、 pH 值、压力、电流、电压等模拟

量检查.

5.5.2.10 进行开关量的信号传动检查.
5.5.2.11 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

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应包括:

a) 工艺〈工业〉水公用系统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

b) CO2 吸收系统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
c)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

d ) CO2液化系统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
e ) CO2储存系统联锁、保护调试与投入。

5.5.2.12 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

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应包括:

a) 工艺(工业〉水公用系统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

b ) CO2 吸收系统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
c)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
d ) CO2液化系统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
e ) CO2储存系统顺控系统调试与投入。

5.5.2.13 模拟控制系统调试与投入.
系统模拟控制系统调试与投入应包括:

a) 工艺(工业〉水流量模拟控制系统调试与投入;

b) 蒸汽温度、压力模拟控制系统调试与投入:

c ) CO2 吸收率模拟控制系统调试与投入:
d) 溶液浓度模拟控制系统调试与投入。

5.5.2.14 在线监测装置标定及调试.

5.5.2.15 记录调试数据，整理分系统调试报告.

5.5.3 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

5.5.3.1 在机组整套系统启动过程中，根据运行情况，投入各种控制装置.

5.5.3.2 模拟量控制系统投入后，检查调节情况，整定动态参数，根据运行工况， 做扰动试验，提高

调节品质.

5.5.3.3 投入保护和自动控制，并统计投入率。

5.5.3.4 168 h 满负荷试运.
168 h 满负荷试运检查内容应包括:
a) 相关系统投入，检查各系统运行情况:

b) 指导运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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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备缺陷检查、处理及记录:

d) 记录调试数据.

5.5.4 168 b 满负荷试运后的工作

5.5.4.1 配合相关单位完成设备消缺工作。

5.5.4.2 完成调试遗留工作.
5.5.4.3 整理调试记录，编写调试报告和工作总结.

5.6 化学专业调试范围及项目

5.6.1 启动调试前期工作

5.6.1.1 了解工程情况，收集相关资料。
5.6.1.2 编制化学专业调试措施，包括下列内容:

a) 碳捕集系统钝化措施:

b)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

5.6.2 分系统调试阶段的工作

5.6.2.1 完成系统钝化工作.
5.6.2.2 在有水介质试运情况下检测介质的 pH值等，校对 pH 计等化学仪表的准确性.

5.6.2.3 进行吸收剂溶液浓度分析。
5.6.2.4 记录调试数据，整理分系统调试报告。

5.6.3 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

5.6.3.1 指导运行人员的操作、调整，实现化学仪表和控制装置的投入。
5.6.3.2 检测原烟气、净烟气 CO2 质量浓度，并与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核对，配合运行人员调整运行参
数.

5.6.3.3 进行吸收剂溶液浓度分析。
5.6.3.4 对吸收塔和再生培肉溶液或气体进行化学分析 (pH 值、预处理液浓度、吸收液浓度)，并与在

线仪表核对.

5.6.3.5 对 CO2 品质〈含水量、纯度、杂质残留量等〉进行分析， 工业级 CO2检测方法参考GBfT 6052 
的规定，食品级 CO2检测方法参考 GB 10621 的规定。

5.6.3.6 配合废水处理系统带负荷调试、投运。
5.6.3.7 废水成分分析，检测方法见 DνT938.

5.6.3.8 168 h 满负荷试运.

168 h 满负荷试运应包括:
a) 相关系统投入，检查各系统运行情况，指导化验分析工作:

b) 设备缺陆检查、处理及记录:

c) 记录调试数据.

5.6.4 168 b 满负荷试运后的工作

5.6.4.1 配合相关单位完成设备消缺工作。

5.6.4.2 完成调试遗留工作.
5.6.4.3 整理调试记录，编写调试报告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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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运

6.1 一触规定

6.1.1 碳捕集装置试运一般分为"分部试运、整套系统启动试运"两个阶段。在单体调试完成的基础
上，试运指挥部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试运工作，试运中的分系统调试、整套系统启动调试工作由调试单

位按第 5 章的规定完成.

6.1.2 碳捕集装置启动前应成立碳捕集装置试运指挥部， 碳捕集工程作为主机组工程建设一部分时，

如果主机组的试运指挥部己包括碳捕集装置的试运工作， 且职责明确 ， 可不再单独设立碳捕集装置试运

指挥部.

6.1 .3 整套系统启动试运阶段的工作班由碳捕集装置试运指挥部进行审议、决策，碳捕集装置试运及
其各阶段的交接验收，应在碳捕集工程试运指挥部的领导下进行.

6.1.4 调试资料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调试单位在移交生产后一个月内移交。

6.1.5 各单位组织分工职责参照 nLff S403 的规定.

6.1.6 分系统和整体试运工作参照整体系统构成。
分系统和整体试运工作包括以下各项系统试运:

a) 公用系统试运:

b) 烟气预处理系统试运;

c) CO2吸收系统试运:
d)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试运;

e ) CO2液化系统试运:
。 CO2储存系统试运:
g)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试运。

6.1.7 试运工作开始前，各参与单位应完成人员配备及技术文件准备工作.

6.2 分部试运阶段

6.2.1 分部试运阶段从碳捕集系统受电开始至整套系统启动为止。

6.2.2 分部试运包括单机试运和分系统试运两部分. 单机试运是指单台设备的试运.分系统试运按系

统对其动力、电气、热控等所有设备进行试运.

6.2.3 分部试运应由施工单位牵头，在调试等单位配合下完成。单机试运由施工单位负责，分系统试
运工作曲调试单位负责.

6.2.4 分部试运应具备的条件:建筑和安装已经完工并验收合格签字，具备设计要求的正式电源: 组

织人员落实到位，分部试运方案和计划已经审批和交底。

6.2.5 单机试运包括电动机、泵、风机、换热器等设备的试运.单体调试和单机试运合格后 ， 方可进

行分系统试运.

6.2.6 分系统试运前应对各分系统进行检查，分系统试运过程中应完成 5.3 .2 、 5.4.2 、 5.5.2 、 5 .6.2 申有

关工艺、 电气和热工控制、化学分系统调试工作。

6.2.7 分部试运后办理验收签证单，可参照表 A. l .

6.2.8 分部试运中单体调试、单机试运的记录和报告由施工单位负责整理、提供，分系统调试、分系
统试运报告由调试单位提供.

6.2.9 己通过验收签证的设备和系统， 经协商同意可由生产单位代保管，并办理代保管手续，代保管

期限自代保管各方签证始至完成 168 h 满负荷试运移交试生产为止.代保管签证表可参照表 B.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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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整套系统启动试运阶段

6.3.1 整套系统启动试运阶段从启动风机、烟气进入碳捕集装置开始，到完成 168 h 满负荷试运为止-

6.3.2 碳捕集装置实行 168 ih 连续满负荷试运，当由于非装置原因造成碳捕集装置停运时，可由试运指

挥部决定是否累计计时，但当停运次数超过 2 次及以上时应重新计时.

6.3.3 整套系统启动试运前，应具备以下条件:

a) 碳捕集装置区域场地基本平整，消防、交通和人行道路畅通，试运现场的试运区与施工区设有

明显的标志和分界，危险区设有围栏和醒目警示标志:

b) 试运区内的施工用脚手架已经全部拆除，现场(含电缆井、沟〉清扫干净:

c) 试运区内的梯子、平台、步道、栏杆、护板等己经按设计安装完毕， 并正式投入使用;

d) 区域内排水设施正常投入使用，沟道畅通，沟道及孔洞盖板齐全;

e) 碳捕集装置试运区域内的工业、 生活用水和卫生、安全设施投入正常使用，消防设施经主管部

门验收合格、发证并投入使用:

f)试运现场具有克足的正式照明，发生事故时照明能及时投入:

g) 各运行岗位己具备正式的通信装置，试运增加的临时岗位通信畅通:

h) 在寒冷区域试运，现场按设计要求具备正式防冻措施， 满足冬季运行要求，确保系统安全稳定

理行;

i) 试运区的空调装置、采暖及通风设施已经按设计要求正式投入运行:

j) 碳捕集装置电缆的防火阻燃己按设计要求完成;

k ) 启动试运所需的吸收剂、化学药品、备品备件及其他必需品已经备齐:

1)环保、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及检测系统己经按设计要求投运:

m) 保温、油漆及管道色标完整，设备、管道和阅门等已经命名，且标志清晰:

n) 设备和容器内经检查确认无杂物;

。) 主机组运行稳定， 主机与碳捕集装置 DCS 问信号对接调试、保护传动试验完毕，烟气碳捕集系

统投入运行，满足碳捕集装置烟气要求:

p) 在整套系统启动前应进行的分系统试运、调试已经结束，并核查分系统试运记录确认能满足整

套系统启动试运条件:

q) 完成质监中心站整套系统启动前的检查， 质监项目己按规定检查完毕，经质监检查出的缺陷己

整改验收完毕。

6.3.4 整套系统启动试运过程中应完成 5.3.3 、 5.4.3、 5.5.3 有关工艺、电气和热工控制整套系统启动调

试工作。整套系统启动试运主要内容包括:

a) 检验调整系统的完整性、设备的可靠性、管路的严密性、仪表的准确性、 保护和自动投入的效

果，检验不同运行工况下的碳捕集系统适应性:

b ) 检验工艺〈工业〉水等公用系统满足碳捕集装置整套系统运行的情况:

c) 进行烟气预处理系统、 C(h吸收系统、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的热态运行、调试:
d) 进行 CO2液化系统、 CO2储存系统、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的带负荷试运和调试:

e ) 完善溶液的 pH 值、 浓度、 压力、温度的显示与调节，引风机热态动〈静〉叶调整、 CO2 的品
质调节等。

6.3.5 168 h 满负荷试运应具备的条件包括:
a) 主机组运行稳定，电除尘系统、脱硫系统投入，烟气成分满足碳捕集装置设计条件:

b) 各系统具备连续运行条件:

c ) CO2液化系统、 CO2储存系统带负荷运行，形成液态 CO2 :

d )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具备带负荷运行条件:

e) 主要仪表全部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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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保护全部投入运行:

g) 自动投入满足运行要求:

h) 主要设备出力达到设计要求.

6.3.6 168 h 满负荷运行期间，继续考验主要设备连续运行和满足碳捕集装置满负荷运行的能力，考查

主要仪表、保护、自动投入运行状况，主要运行参数控制在设计范围内 ， 使碳捕集效率以及 CO2 品质
达到设计要求， 废水排放达到设计要求.

6.3.7 完成 168 h 满负荷运行的碳捕集装置， 由试运总指挥宣布 168 h 满负荷试运结束.试生产组接替

整套系统试运组的试运领导工作，并办理碳捕集装置 168 h 验收交接书，交接书样式可参照表 C.l.暂

时不具备处理条件但不影响安全运行的项目，由试运指挥部决定负责处理问题的单位和时间.

6.3.8 在整套系统启动试运过程中，调试单位应如实、全面地做好试运、调试记录.

7 质量验收和评定

7.1 一般规定

7.1.1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工作，应在施工 (含单体调试〉质量检验评定合格的基础上，根据本标准

"质量验收和评定范围"的规定， 进行质量验收及评定。先由调试单位完成自评工作， 再由试运指挥部

验收检查组核定.

7.1.2 燃煤烟气碳捕集工程调试质量验收评定应按检验项目的分项、专业、阶段等依次进行，调试人

员应对各检验项目进行全数质量检查，建设单位和验收组可视情况做全数检查或随机抽查。

7.1.3 碳捕集装置试运的各验收项目、各分项、各专业、各阶段所评定的质量，均分为"合格"和"优

良"两个等级.

a) 检验项目。

合格:检验项目的实际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该检验项目规定的"合格"要求.

优良 : 检验项目的实际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该检验项目规定的"优良"要求.如该检验项目

的 "质量标准" 一栏未进行分级，达到规定即为优良.

检验项目性质分为"一般"和"主要"两种。凡在本章各类表格中"性质"一栏未标明"主要"

的，均为一般项目.

b) 分项。

合格:该分项中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合格"要求.

优良:该分项中的各个"主要"检验项目，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优良"要求，且全部"检验

项目"优良率达到 90%及以上.

调整试运分项质量检验评定表参见表 D.l.

c) 专业.

合格:该专业中的所有分项，均达到"合格"要求。

优良 t 该专业中"主要"分项， 均全部达到优良要求，且一般分项优良率达到 85%及以上。

d) 阶段。

合格:该阶段的所有专业均达到"合格"要求.

优良 : 该阶段中有 80%以上的专业达到"优良"要求.

7 .1.4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综合质量评定.

在阶段评定完成后 ， 对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进行综合质量评定，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综合质量评定

表参见表 E. l .

合格:碳捕集装置各阶段调试质量均达到"合格"标准，碳捕集装置调试质量指标考核表〈见表 1 )

中"主要"分项指标 100%达到"合格"标准， 且"一般"考核指标有 75%以上达到"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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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该碳捕集装置各阶段调试质量均达到"优良"标准，碳捕集装置调试质量指标考核表(见

表1)中"主要"分项指标 1∞%达到"优良"标准，且"一般"考核指标有 75%以上达到 "优良"标

准.

衰 1 碳捕集装置调试质量指标考核表

质量标准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主机组运行稳定，电除尘器投入，

主机组运行状况 脱硫投入、烟气量满足碳铺集装置设 检查记录

计额定工况

入口烟气 CO2含量 % ~ 10 记录、统计

入口烟气 S02含量 mglm1 (标态) 运2∞或满足设计要求 记录、统计

168 h 
CÛ2吸收系统 满足碳捕集装置连续满负荷运行需主要 检查记法

满负荷 吸收剂再生及 CO2•年吸系统 满足碳捕集装置连续满负街运行得要 检查记录

试运开始 吸收塔温度 ℃ 常温 记录、统计

条件 解吸塔温度 ℃ 运 130 记录、统计

CO2 液化系统、 CO2储存系统 带负荷运行，形成液态 CÛ2 检查记录

碳楠、集废水处理系统 满足运行需要 检查记录

主姿仪表投入率 主要 % l∞ 检查记录

保护装置投入率 主要 % 1∞ 记录、统计

热按自动投入率 % ~80 记录、统计

连续运行时间 主要 h ~168 记录、统计

连续累计满负荷运行时间 主要 h ~72 法168 记录、统计

热工自动投入率 主要 % 去80 二~90 记录、统计

168 h 
保护装置投入率 主姿 % 1∞ 记录、统计

满负荷

试运期间
主要仪表投入率 主要 % 1∞ 记录、统计

碳捕集率 主要 % ~75 或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烟气出口温度 主要 ℃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CO2纯度〈体积分数〉 %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7.1.5 碳捕集调试质量检验评定结果，以表 1 中的最高一级的核定意见为主，并以质量检验评定正式

签证为准，但上级组织有权决定派质量检验代表进行抽查和复评.

7.1.6 凡质量检验项目用数据表达检查结果时， 应选择采集工况相对稳定时的数据.采集数据的测量

仪表应经校验合格，并保证在有效使用期内 .

7.2 质量验收及评定范围

质量验收及评定范围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的内容:工程编号、质量检验项目的划分、检验单位、验评

表编号. 工程质量验收及评定范围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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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程质量验收及评定范围表

工程编号
项目名称 性质

检验单位
本部分编号

阶段专业 系统 分项 施工单位调试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

分系统调试

工艺专业

公用系统

工艺水〈工业水〉 J J J 袤 3

2 蒸汽及疏水系统 J J J 表4

2 烟气预处理系统

引风机及其附属设备 主要 J J J J 表 5

2 烟气预处理器及其附属设备 主要 J J J J 表6

3 C(h吸收系统

吸收熔 主要 J J J J 表7

2 吸收洛区域地坑系统 J J J 表 8

4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

再生培及其附属设备 J J J 表9

5 CO2液化系统

C~液化系统设备 J J J 褒 10

6 CO2储存系统

C~储存系统设备 J J J 表 11

7 碳铺集胶水处理系统

碳捕集胶水处理系统设备 J J J 表 12

2 电气专业

高压配电装置 主要 J J J J 

2 高、低压厂用电系统 J J J 

3 热控专业

顺序控制系统 主要 J J J 

2 模拟量控制系统 主要 J J J 

3 数据采集系统 主要 J J J 

4 事件顺序记录 J J 

5 可编程序控制器 J J 

6 烟气在线监测装置 J J J 

4 化学专业

碳铺集废水加药系统 主要 J J J 

2 取样仪表系统 J J J 

2 整套系统启动热态调试

工艺专业

公用系统 J J J 表 13

2 烟气预处理系统 主要 J J J J 表 14

3 C~吸收系统 主要 J J J J 表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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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编号
项目名称 性质

检验单位

阶段专业 系统 阶项 施工单位 调试单位 监理单位

4 吸收荆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

5 C~液化系统

6 CO2储存系统

7 联捕集废水处理系统

2 电气专业

电气调试

3 热控专业

热控调试

4 化学专业

手背负衍化学分析

3 168 h 满负荷试运

7.3 调试质量指标验收及检验方法

7.3.1 工艺专业

7.3.1.1 工艺(工业)水系统

主要

主要

主要

主要

主要

工艺(工业〉 水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3.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 J 

J J J 

J J J 

J J J 
L 

表 3 工艺 〈工业 〉 水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合格 优良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轴承振动 主要 mm 满足设计要求

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工艺

电流 满足设计要求A 
〈工业〉水泵

出口压力 主要 MPa 满足设计要求

法兰、盘根 无泄漏

管道 神洗无泄漏、无杂物

阀门 灵活可靠、 王泄漏

逆止阀 动作灵活、基本不泄漏

7.3.1.2 蒸汽及疏水系统

蒸汽及疏水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4.

7.3.1.3 引凤机及其附属设备

引风机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5.

JB厅 1253~一2015

建设单位
本部分编号

J 褒 IS

表 16

J 表 17

表 18

J 

J 

J 表 19

检验方法

检查记录、抽查

观察、检查

观察

测量

测量

测量

观测

观察

观察

观察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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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蒸汽及疏水系统调试殷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吹扫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严密性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管道系统

阀门 动作灵活可靠、无泄漏 观察

安全门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检查记录

表 5 号 l凤机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优良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远方操作 操作灵活， 无卡涩 观察、检查记录

入口阀门 就地操作 操作灵活，无卡涩 观察、检查记录

位置指尔 主要 指示正确 观察、检查记录

联锁保护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观察、检查记录

动〈静〉叶调节 主要 调节灵活可貌、无卡涩 观察、检查记录

动(静〉叶开度指示 指示正确 观察、俭登记录

轴承振动 mm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轴承温度 'C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号 |风机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电动机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电动机绕组温度 'C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噪声 dB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风机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为日热装置 工作正常 观察、检查记录

7.3.1.4 烟气预处理器及其附属设备

烟气预处理器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6.

表 6 烟气预处理器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尔 主要 正确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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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烟气预处理器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续〉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轴承振动 nun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洗涤

电流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液泵

A 

喋声 dB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液位指示 nun 指示正确 观察

地坑 液位报警 正确 查看记录

入口滤网 安装正确、无绪塞 观察

管道 无泄漏 观察

阀门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

7.3.1.5 吸收塔

吸收塔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7.

表 7 吸收塔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栓查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轴承振动 nun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轴承温度 'C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贫液泵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噪声 dB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液位指示 nun 指示E确 观察

吸收培 液位报警 正确 查看记录

压力指示 安装正确、无堵塞 观察

管道 无泄漏 观察

阀门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

换热嚣 无泄漏，温度正常

7.3.1.6 眼收塔区域地坑系统

吸收培区域地坑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8.

7.3.1.7 再生塔及其附属设备

再生培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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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眼收塔区域地坑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轴承振动 mm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辅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地坑泵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噪声 dB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浓位指示 mm 指示正确 观察

地坑 液位报警 正确 查看记录

入口滤网 安装正确、无培. 观察

管道 无泄漏 观察

阀门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

表 9 再生塔及其附属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位置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铀承振动 mm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富液泵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噪声 dB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主要求 观测

液位指示 mm 指示正确 观察

再生塔
液位报. 正确 查看记录

压力指示 指示正确 观察

温度指示 指示正确 观察

液位指示 mm 指示正确 观察

再沸器
液位报警 正确 查看记录

压力指示 指示正确 观察

温度指示 指示正确 观察

管道 无泄漏 观察

阀门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

7.3.1.8 C01压缩冷却液化系统

CO2压缩冷却液化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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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C~压缩冷却液化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联锁保护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观察、检查记录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电动机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压缩机

电动机绕组温度 'C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安全阀 工作正常、无泄漏 测量

压缩机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联锁保护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观察、检查记录

能量调节 主要 调节灵活可靠、无卡涩 观察、检查记录

能量开度指示 指示正确 观察、检查记录

轴承振动 町1m 满足设计妥求 测量

轴.温度 'C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l/j(机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电动机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电动机绕组温度 'C 满足设计主要求 检查记录

噪声 dB 满足设计要求 测蠢

冰机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记录

冷凝装置 主要 工作正常 观察、检查记录

安全阀 主要 工作正常、无泄漏 测量

干燥器 :1Jn然装置 工作正常 观察、检查记录

阀门 关闭正箱'、无泄漏 观察

阀门 主要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实验

管道 主要 无泄漏 观察、实验

压力容器 主要 无泄漏 观察、实验

7.3.1.9 CO2储存系统

CO2储存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1.

表 11 CO2 储存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枪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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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CO2储存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续〉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压力 主要 kP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CO2储罐 温度 主要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液位指示 mm 正确 观察

管道 无泄漏 观察

饲门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

7.3.1.10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2.

表 12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俭验方法

联锁保护及信号 主要 项目齐全、动作正确 检查记录、抽查

热工仪表 主要 校验准确、安装齐全 观察、检查

状态显示 主要 正确 观察

轴承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废水泵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噪声 dB 

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轴承温度 'C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电流 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加药泵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噪声 dB 

出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液位指示 mm 指示正确 观察
储药罐

液位报警 正确 查看记录

液位指示 πun 指示正确 观察
出水箱

液位报警 正确 查看记录

管道 无泄漏 观察

阀门 关闭正常、无泄漏 观察

7.3.2 电气专业

电气专业各系统及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参见 OUf 5403-2∞7 中 7.3.2 的规定.

7.3.3 热控专业

热控专业各系统及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参见 OUf 5403-2∞7 中 7.3.3 的规定。

7.3.4 化学专业

化学专业各系统及设备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参见 OUT 5403-2007 中 7.3.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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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整套系统启动热态调试

7.4.1 一般规定

JBff 1253~2015 

7.4.1.1 整套系统启动热态调试从启动引风机、烟气迸入吸收塔进行碳捕集开始，到完成 168 h 满负荷

试运为止.

7.4.1.2 凡检验项目用数据表达检查结果时， 应采集工况相对稳定时的数据。与此数据有关的检查项

目也应该采用同一时刻的数据.

7.4.2 工艺专业

7.4 .2.1 公用系统

公用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3 .

表 1 3 公用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工业水系统密闭性 主要 无泄漏 检查记录、抽查

蒸汽压力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检查

蒸汽温度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蒸汽系统密闭性 主要 无泄漏 观察

7.4 .2.2 烟气预处理系统

烟气预处理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4 .

表 14 烟气预处理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被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洗涤液系统密闭性 无泄漏 观察

洗量最液 pH值控制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烟气系统密闭性 无泄漏 观察

烟气入口压力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烟气出口 S~浓度控制 主要 mg/m3 (标态〉 ~2∞或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7.4 .2.3 C02眼收系统、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

C02吸收系统、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5.

表 15 CO2吸收系统、 吸收剂再生及 CO2解吸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吸收再生系统钝化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检查

吸收再生系统清洗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检查

系统水平衡的建立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吸收系统| 气密性 mm 无泄漏 压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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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C01阪收系统、 服收~J再生及 C01解吸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续〉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吸收系统 压力 P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吸收剂浓度〈质量分数)控制 主要 '也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气密性 mm 无泄漏 压力试验

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再生系统

压力 P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吸收剂浓度〈质量分数〉控制 主要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再生塔出口 CO2浓度〈体积分数}控制 主要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7.4.2.4 C02渣化系统

CO2液化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6.

表 16 C02液化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COz压缩机入口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COz压缩机出口压力 主要 Pa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COz压缩系统 CO2压缩机出口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CO2压缩机出口流量控制 主要 m).斤1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COz压缩系统密封性 无泄漏 观察

CO2干燥系统
干燥器入口流量控制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干燥辑带出口含水量控制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察

密封住 主要 无泄漏 观察、检查

入口压力 P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CO2冷却系统 出口压力 Pa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出口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测量

出口 C~浓度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7.4.2.5 C02储存系统

C~储存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 7.

表 1 7 CO2 储存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栓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密封性 主要 无泄漏 观察

压力指示 Pa 指示正确 观察
储存系统

温度指示 ℃ 指示正确 观察

液位指示 mm 指示正确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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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6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8.

表 18 碳捕集废水处理系统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合格

质量标准

优良
检验方法

化学加药系统严密性 无泄漏 观察、测试

化学加药计量装置 主要 准确 查看记录

中和箱 pH 值控制 满足设计要求 测试、查记录

生化处理系统控制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查看记录

污泥处理系统 满足设计要求 观测

pH值 主要 符合 DL厅 938 规定 测试、查记录

悬浮物 主要 符合DLrr938 规定 测试、查记录

排水 TOC 值 符合 DLrr 938 规定 测试、登记录

总氨 符合DL厅 938 规定 测试、查记录

总磷 符合 DLrr938 规定 测试、查记录

7.4.3 电气专业

电气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 DL厅 5403-2007 中 7.4.3的规定。

7.4.4 热控专业

热控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 DL厅 5403-2007 中 7.4.4 的规定。

7.4.5 化学专业

带负荷化学分析调试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 DUT 5403-2007 中 7.4.5 的规定。

7.5 168 b 满负荷试运

7.5.1 一般规定

168 h 满负荷试运指主机组在设计工况下稳定运行，通过碳捕集装置的烟气量为设计烟气量。

7.5.2 168 h 满负荷试运

168 b 满负荷试运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见表 19.

表 19 168 h 满负荷试运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优良

烟气流量 m3fh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在线测量值

主要运行
入口烟气 CO2含量 mglm3 满足设计要求 依据 GB.厅 16157 测试

参数
出口烟气 CO2含量 主要 mglm3 (标态〉 满足设计要求 依据 GBrr 16157 测试

入口烟气 O2含量 mglm3 (标态〉 满足设计要求 依据 GB厅 16157 测试

入口烟气含尘量 mglm3 (标态) 满足设计要求 依据 GB.厅 16157 测试

23 



m厅、 1253~2015

表 19 168 h 满负荷试运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续〉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检验方法
合格 | 优良

出口烟气含尘量 mg/m3 满足设计要求 依据 GB厅 161 57测试

入口烟气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在线测量值

吸收塔、再生塔、再沸器液位 m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主要运行

参数
吸收剂浓度值范围 主要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洗涤液浓度值范围 kg/m3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冰机出口 CO2温度 ℃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冰机出口 C~压力 kPa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液态 CO2 C~纯度(质量分数〉 主要 % 满足设计姿求 核查记录

品质 水含量 〈质量分数) % 满足设计要求 核验记录

蒸汽消耗量 主要 tIh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吸收剂浴液耗量 主要 tIh 满足设计要求 核查记录

系统密封住 严密、不泄漏 观察、查记录

废水排放 符合 GB 8978 标准要求 依据 OUf 938 测试、登记录

贫液泵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富液泵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洗涤液泵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附属机械
地坑泵 满足设计、 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设备
换热器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号|风机 主要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CO2压缩机 主要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冰机 主要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录

预处理洗涤液循环泵 满足设计、运行要求 检查记隶

CO2捕集率 主要 % 达到设计要求 测试、登记录

CO2浓度〈体积分数〉 主要 % 达到设计要求 测试、登记录

主要仪表投入率 主要 % 1∞ 记录、统计
主要

保护装置投入事 主要 记霖、统计
指标

% l∞ 
热控自动投入率 主要 % 抖。| ~90 记录、统计

连续运行时间 主要 h 法 168 记录、统计

累计满负荷时间 主要
'-

h 注~ ~48 记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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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分部试运后验收签证单

分部试运后验收签证单见表 A. l o

序号

评价:

表 A. 1 分部试运后验收签证单

燃烧烟气碳铺集工程

、<=

验收内容
评 价

优良 合格

JB厅 12535-一2015

/1'司~;:J飞.

备注

该设备/系统己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完成分部试运，经检查验收，被评为优良

) /合格〈 ). 已具备代管条件，同志;进入'整套系统启动阶段.

主要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

施工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调试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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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景〉

设备及系统代管签证书

设备及系统代管签证书见表 B. l .

表 B. 1 设备及系统代管签证书

工程 系统

项目名称:

代

管

崎1t1

闺

经复查， 上述范圈内需要代管的设备及系统已经完成分部试运，具备设备及系统代管的基本条件，根据工程需要，

自 年 月 日 时起，该设备及系统交 电厂代管. 代管至完成 168 h 满负荷试运交电厂试生

产为止.

代管设备及系统遗留的主要问题:

生产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调试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曰

建设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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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碳捕集工程 168 b 验收支接书

碳捕集工程 168 h 验收交接书见表 C.l 。

表 C. 1 碳捕集工程 168 b 验收支援书

工程一一一机组碳捕集工程

建设单位:

生产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调试单位:

验收交接口期:一一一一一年一一一月一一一日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依据

建设规模

工程正式开工H期 年 月

装置整套启动日期 年 月

装置试生产日期 年 月

形成碳捕集能力

碳捕集工程和试运概况及存在主要问题:

试运指挥部意见:

参加工程建设单位代表签字

建设单位:

生产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z

调试单位:

主管单位:

日

日至

日至

| 装置编号 | 

移交试生产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JB厅 12535-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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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碳捕集工程调整试运分项质量检验评定表

碳捕集工程调整试运分项质量检验评定表见表 D.lo

表 D. 1 碳捕集工程调整试运分项质量检验评定表

工程名称 试运阶段z

专业名称: 分项名称: 性质: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质 单位
质量标准

合格 优良
检查结果

评定等级

自评 核定

分项
共检验主要项目 个. 其中优良 个. 分项

一般项目 个，其中优良 个. 工程
总￥F

全部位验项目的优良率为 %. 等级

验收检查组z 调试专业负责人: 调试操作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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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综合质量评定表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综合质量评定表见表 E.l .

表E.1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综合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

分项总数
质量评定

专业质量 阶段质量
检查项目

个
合格率 优良且在

等级 等级
% % 

工艺

分系统调试
电气

热控

化学

工艺

整套系统启动 电气

调试 热控

化学

整套系统 168 h 
检查项目

满负荷试运

碳捕集装置调整试运考核指标

联铺集装置调整试运综合
碳捕集装置试运共分为 4 个阶段. -一个阶段优良，而且碳捕袋装置调整试运考

质量评定等级
核指标中，"一般"指标'合格率一一二%t"主要"指标合格率一一_%.故碳捕集装置

试运综合质量评为 . 
验收检查组2 建设单位= 调试单位: 施工单位: 年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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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钗必究

定价: 33.00 元

• 
书号: 15111. 1353 1 

版钗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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